
第 卷 第 期

年 月

土 壤 学
’

报
人  !  

,

,

, ,

分

红黄壤的长石风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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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研究了玄武岩和花岗岩发育的红壤和山地黄壤的长石风化
,

认为长石在土坡中的风化受

气候因素和母质来源的双重影响
,

因而支配着它在不同粒级中的分布
。

两种母质发育的红黄

坡中
,

各种长石的抗风化顺序是
“

长石》 长石 长石
。

长石是一种较难风化的矿物
,

但各种长石之间的抗风化程度不同
,

从它们的变化可以

反映出土壤的风化强度
。

此外
,

即使在同一剖面 内
,

因土坡温度及其它条件的差异
,

淋

溶强度的影响
,

亦能使不同的长石富集于不同的土层
。

土壤的砂粒和粉砂校普遍存在长

石
〔, , 。

和 指出
〔门 ,

在强烈风化的赤道带
,

泥质岩发育的土坡
,

其长石全

部被风化
,

演变成三水铝石和高岭石
。

等的研究也表明闭
,

波多黎岛高度风化的

土壤也几乎不含长石
,

粘土矿物以高岭石和三水铝石为主
。

随着长石的风化
,

除了为土壤提供
、 、 。、 、

等元素外
,

其矿物性质的变化也

影响到土壤性质
。

就 目前已有的文献看
,

多数是考虑长石风化的最终产物与土壤性质的

关系
,

很少提到长石在风化过程中
,

于剖面内的分布以及不同长石的风化度与土壤性质的

关系
。

本文试图从玄武岩 和花岗岩发育的红壤和山地黄壤中的长石风化
,

阐明这些土城

的风化程度
,

抗风化度不同的长石在不同土壤中的变化
,

以及它们的变化与气候条件和土

壤条件的关系
。

研究材料和方法

土壤样本  玄武岩发育的红壤
,

采自广东徐闻
,

福建津浦和浙江橄县
,

这些土坡发育的母岩均

在上新世和更新世之间形成 花岗岩发育的红墩
,

采自广东广州
,

江西铅山和安徽黄山 花岗

岩发育的山地黄壤
,

采自广东阳春
,

江西铅山 在武夷山北面 和安徽黄山
。

上述土坡的母岩—花岗岩

均系燕山期运动所形成
。
这里的每一组样本的先后顺序是按纬度从南到北排列

,

风化强度逐渐减弱
。

样本经用稀 去钙和 月 去除有机质后
,

分离出 微米
,

一 微米和 一 , 。微米各拉级川
。

用焦硫故钠熔溶法
】
和

‘

法溶解样本
,

溶解液的 和 由火焰光度计测定
,

由原子

吸收光猫侧定
。

根据 ’ 和
‘ 。

提供的方法“ ’

计算出土壤中各种长石的含
。

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
,
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大 力班

助
,
在此谨表致谢



名 土 坡 学 报 ” 卷

二
、

玄武岩发育的红壤的长石风化

这种土壤的长石分布见表 在 微米的拉级中
,

各种长石含量都很低
,

长石和

长石除在个别土层外只有
一’

左右
,

长石在徐闻土壤也很低
,

漳浦土壤略有

增加
,

裸县土城的 层以上增加更为明显些
。

在 一 微米粒级中
,

风化弱的嫌县红壤含

各种长石比在 微米的拉级中高得多
,

特别是 长石和 长石
。

徐闻和漳浦土壤中
,

、

长石比在 微米的粒级中略有增加
,

长石增加又更明显些
。 。

长石在三个

土坡剖面中都较 和 。
长石高

,

表明长石在风化过程中
,

细粉砂部份开始富集
。
长石

,

但在风化弱的裸县土壤中
,

长石也富集了相当量
。

从玻利维亚的土壤研究 山证实
,

粉砂

中的长石含 比在粘粒中高
,

并且在许多情况下
,

其含量随土坡剖面的深度变化而发生明

显变化
。

本研究认为
,

在风化强或较强的土坡中
,

粉砂中的长石含 变化与剖面深度变化

不明显
,

而在风化较弱的土壤中却有明显变化
,

而且表层含量高
,

这与 等阐明
‘

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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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粗粒的长石和铁镁矿物在 A : 层崩解
,

富集在粉砂粒级中囚是一致的
。

在 10 一50 微米

的校级中
,

风化强的砖红壤含长石很低
,

风化稍弱的赤红坡
,

表层含的各种长石都比在

2一10 微米的粒级中明显增加
,

但在其他层的含量没多大差异
。

风化较弱的裸县红壤中
,

所有的长石含t 均比其他土壤显著增加
。

从上述 2一50 微米粒级的长石含量可见
,

它在

粉砂级的富集情况是
,

对风化强的土壤
,

主要为 N
a 长石

,

对风化较弱的土壤
,

各种长石均

趋向明显富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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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
花岗岩发育的红壤的长石凤化

从表 2 看出
,

<
2 微米的粒级中各种长石含量都低

,

广州赤红壤不到 19 kg
一 , ,

铅山红

镶为 0
.
3一69 kg

一 ‘,

黄山红壤为 2一99 kg
一 1。 从风化强度不同的上壤和剖面内各层的长

石含量可知
,

不管是花岗岩或玄武岩发育
,

红壤粘拉的长石很低
,

每一剖面内各层之间的

含量差异也不大
。

在 2一 10 微米拉级中
,

长石的含量显然比在< 2微米的粒级中高得多
,

但风化较强的广州赤杯壤表现不太明显
。

在风化稍弱的铅山红壤和较弱的黄山红壤中
,

K

长石和 N : 长石显著增加
,

达 27 一849 kg~l
,
C

:

长石有所增加
,

但只有 2一89 kg
一 ‘
之间

,

表明 K
、

N
: 长石倾向于富集这一粒级

,

Ca 长石仍受明显风化
,

这种趋势与玄武岩发育

的红壤是相同的
。

10 一 50 微米粒级中
,

广州赤红壤的 K 长石几乎消失
,

说明在较强风化的

土壤中
,

粉砂级的 K 长石也遭严重风化
。

但在风化稍弱的铅山和较弱的黄山红壤中
,

K 长

石显著增加
,

达 14一939 kg
一 , ,

N
a

长石更明显
,

达 22一 1509 kg
一 ‘,

c
a

长石也有增加
。

由

此可见
,

花岗岩发育的红壤中
,

各种长石在风化强的土壤到较弱的土壤时
,

也趋向于在粉

砂级富集
,

然而风化速率却不同
,

C
:

长石风化最快
,

其次是 K 长石
,

N
:

长石较慢
。

在风

化较弱的丹麦土壤
,

砂粒和粉砂粒含 K 长石 100一2009 kg
一 ’,

N
。
长石 150一3009 kg

一, ,
e

a

长石较少切 ,

也说明各种长石的风化与本研究所得的结果相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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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
花岗岩发育的山地黄壤的长石风化

贡

本文研究的山地黄壤均在海拔 93 0 米以上
,

其风化强度比红壤要弱得多
,

因此长石含

t 也比红壤高
。

从表 3可 以看出
,

其主要表现为: ( l) 在 < 2 微米的粒级中
,

K

、

ca 长石

之间的含t 较接近
,

N
:

长石的含量虽然较多
,

但在各地黄壤之间
,

除极个别土层外
,

其差

距都不太大
,

这反映出在较高海拔地区之间
,

各种长石的风化速率相差并不很大
。

( z)
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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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石的含t 在粉砂级中高
,

而且在粗粉砂的一般比在细粉砂的高
。

海拔 14。。米的阳春黄

城
,

粗粉砂的 K 长石达 104一2179 kg
一‘,

在细粉砂中则为 47一s, g k g 一 , ,

海拔 1200 米的

铅山黄坡
,

粗粉砂的x 长石为 3a一909 kg
一 , ,

在细粉砂为 24一759 kg
一 ,。

海拔 930 米的黄

山黄壤
,

粗粉砂的 K 长石较前二者的黄壤低
,

而在细粉砂中与它们较接近
。

(
3
) 粉砂级中

,

阳春黄城的 Na 长石低于K 长石
,

而铅山和黄山黄壤的 N : 长石均高于 K 长石
。

( 勺 Ca

长石的风化仍然很明显
,

在粉砂级的含量均在 99 kg
一 ,
以下

。

》

农 3 花岗岩发育的山地费城的长石含且 (9 k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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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石风化的特点

1.气候和母质因素产生的特点 长江以南热带和亚热带的低丘和平原地区
,

气温

和雨t 都较高
,

土壤均受到较强的风化
,

因此长石残留在粘粒部份不多
。

从粉砂级看
,

土城

农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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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家贤等: 红黄壤的长石风化

剖面内(不含母质层 )的长石含量变化
,

可从表 斗看出
,

随着气侯带的北移
,

土壤中的长石

增加
。

但发育母质的不同
,

这种增加情况也不同
,

花岗岩发育的红壤
,

在南亚热带地区含

长石很低
,

平均值仅 勺 kg
一 , ,

到中亚热带突然增加
,

在北亚热带继续猛增
,

平均值高达

367g kg
一 1。 玄武岩发育的红城在热带地区含长石也很低

,

从热带到亚热带地区增加也不

太多
,

到中亚热带地区便突然剧增
。

山地黄壤的增加却是较缓
,

在南北亚热带之间的差异

不很突出
。

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
,

在低丘和平原地区
,

长石的风化是从中亚热带土城中开

始明显减弱
,

而在海拔较高的山地黄壤
,

长石风化的气候带性却不如红壤明显
。

2

.

长石在粘粒和粉砂级分布的特点 根据玄武岩和花岗岩发育的系列红城和山地

黄壤剖面内各层长石的含量
,

统计得表 5 可 以看出
,

红壤的长石含里在 < 2 微米部份很

少
,

在 2一 10 微米部份有较明显的增加
,

但平均值也在 57 9 kg
一‘
以下

,

在 10 一50 微米中

虽又有增加
,

但不太显著
。

山地黄壤却不同于红壤
,

在< 2微米部份的长石虽然也低
,

但

高于红壤
,

平均值为 189 kg 一 , ,

在 2一 10 微米和 10 一50 微米部份增加更显著
,

平均值分

别为 105 和 1739 kg一1。 红壤的长石含量在粘粒和粉砂粒中不很高
,

表明受风化后大部份

长石已变成高岭石或三水铝石等矿物
。

山地黄壤的长石因受较弱风化
,

大部份仍停留在

粉砂和砂拉中
。

加拿大学者曾报道过
,

较寒冷的法罗群岛土壤
,

因风化弱
,

粉砂和砂拉中

含长石在 100 一8009 kg
一 ‘

之间
tal 。
可见

,

土壤风化是影响各拉级长石分配的重要原因
。

农 S 创面中(不含母质层)钻粒和粉砂级的长石分布(g k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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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长石在剖面内的分布特征 由表 1 至 3 可以看出
,

< 2 微米粒级中的长石在每

个剖面内的分布没有明显差异
,

在砖红壤和赤红坡中 2一 10 微米 以及徐闻砖红坡和广州

赤红壤的 10 一50 微米的粒级中也是如此
,

表明细拉级的长石在剖面内均受到较强风化
,

特别是在风化强列的土壤中
。

在 2一50 微米的粉砂粒级中
,

除徐闻砖红壤和阳春山地黄

城外
,

长石在剖面内的分布有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减少的趋势
,

这可能是在这些土坡中较难

风化的长石残留在剖面的上层
,

而其他较易风化的矿物由于麻溶等作用而往剖面下 面迁

移所造成
。

4

.

长石种类表现出的特点 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
,

表土细砂级以下的各种长石变

化见表 6
。

C
:
长石风化最严重

,

在土中的残留量很低
,

一般在 50 9 kg
一 ‘

以下
,

N
:

长石和

K 长石在这些土壤中要比 C: 长石高得多
,

而 N 。 长石和 K 长石之间
,

可能在有些土城

中 K 长石高于从 长石
,

但总的来看
,

N
:

长石高于 K 长石
,

这在表 1至 3 的粘粒和粉砂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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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中也能反映出来(阳春黄城的粉砂级除外)
。

因此可以认为
,

它们之间的风化强度是 N
。

长石》K 长石》C
:
长石

。

长石的风化是先从双晶带和结晶带开始
,

并且含二阶阳离子的

晶带先破坏
,

其后才是一价离子的晶带
,

因此 Ca 长石比其它长石易受风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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